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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日，张汉兴同志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兴奋地告诉我，他写的一本书就要在立信会计出版社出
版发行了。
我听了，为他感到高兴，也为立信会计出版社感到高兴。
他的这部书稿我曾经看过，我被书稿流畅的文字、动人的故事所吸引，从字里行间读到了一种情绪，
一个老会计工作者对中国会计工作的热爱之情。
我与汉兴因会计改革而相识，并有过较多的交往。
他那时担任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主抓全国的会计改革，也为之而殚精竭虑；多年之后，我从书中仍
然能感受到他昔曰的情怀。
　　《会计风暴》以作者亲身的经历讲述了1988～1993年中国会计改革的全过程。
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1988～1993这五年是中国会计改革十分关键的时期，当时，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转轨，国企正面临着转
制，会计制度也正面临着是否与国际接轨的选择。
作为财政部会计司主抓会计改革的副司长。
张汉兴十分尊重会计界同仁的意见和建议，他和他的同事们克服重重阻力，极力主张中国会计制度与
国际接轨，并为之做了大量工作。
那时，我便有所耳闻，这次读这本书稿，更进一步了解了会计改革中的许多细节．也进一步了解了汉
兴的许多不易。
正如书中所说的那样，会计改革的最终成功．是由于许多会计工作者的努力，这其中也有汉兴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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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会计风暴：我的亲历与见证》以作者亲身的经历讲述了1988～1993年中国会计改革的全过程。
30年前，中国大地吹遍了改革开放的春风。
作为改革的成果之一，15年前，中国终结了沿袭40年的旧的会计制度，实施了同国际接轨的会计准则
和新会计制度，使中国的经济改革真正跨出了国界，与世界有了共同的商业语言。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1988～1993这五年是中国会计改革十分关键的时期，当时，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转轨，国企正面临着转
制，会计制度也正面临着是否与国际接轨的选择。
一晃多年过去了，适逢今岁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各行各业都以各种方式陆续开展纪念活动，财经战
线也开始对中国会计改革进行回顾与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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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 份晋京步入中国会计决策的高层第一章 风生水起1.老外一脸茫然地说：我看不懂你们的会计报
表2.变迁：新中国会计制度的前40余年3.破冰之水在深圳渐成涓涓细流4.有时候，捅破一张纸更需要勇
气第二章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会计司搞了个“会计改革纲要”2.两张报表“两张皮”3.谢明：财务会计
制度不改，死路一条4.副司长主政5.两个月开了26次座谈会6.“违规”悄然出行7.焦处长之急8.吴邦国
：看来与国际接轨不容易，有认识问题，也有具体问题9.“假山”会议10.会计准则草案“第一号”第
三章 财务、会计之争1.“大财务，小会计”2.“中国不能没有财务”3.张副部长：一手抓财务、一手抓
会计4.“你们搞的那一套是资本主义”5.中办通报“二号”文件6.即将破壳而出的会计准则7.“会计必
须服从财务，我们不动，会计也不能动”8.王丙乾：“以我的名义写篇文章发表”第四章 子规夜半犹
啼血1.90岁高龄，仍坚持每年两次下基层调研2.初识马宾3.马老突然打断了我的发言4.“我支持你们搞
会计制度改革”5.“会计制度改革迫在眉睫”6.上书政治局常委第五章 1992年7月1.朱镕基：迟早要向
国际会计准则靠拢2.戒台寺会议3.丁坚铭：“我是新华社记者，能单独采访您吗”4.部长办公会连开3
天5.《人民日报》头版头条6.一上班，部长秘书就找到我7.“再搞一个财务准则，会闹国际大笑话”8.
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一改惯例第六章 与国际接轨1.南“娄”北“杨”2.中国派出的第一个会计准则考
察团3.英国伦敦的“临时课堂”4.国际航班陡降1000米5.深圳：中国会计准则国际研讨会6.钓鱼台5号
楼7.飞越太平洋8.与卡夫卡的较量9.世界银行334万美元的“慷慨”援助10.莫德：“我很荣幸成为中国
会计准则的咨询顾问”11.世界六大会计公司纷纷前来投标第七章 “会计风暴”1.56个行业会计制度一
下子砍成了13个2.与中国人民银行的“拉锯”3.第五号部长令4.全国企业潜亏500亿元，怎么办5.全国新
财会制度培训领导小组成立6.会计司：全体总动员7.台下坐满了各部委的“理财”高官8.省长和志强请
客9.给大型国企的厂长和经理们“洗脑”10，京城纸贵11.“用友”，打造中国会计改革第一套普及会
计软件12.顺利对接13.1993年7月1日，历史的定格尾声 甲申年生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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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引子　份晋京步入中国会计决策的高层　　1988年12月26日上午9点，西宁火车站人头攒动。
　　我曾经向着不同的目的地一次一次地从这里出发，又一次一次地回到这里；然而这一次出发却是
一次告别，列车将带我告别这湛蓝得伸手可及的天空，告别这块我曾经为之奋斗了20年的地方，告别
这眼前与我朝夕相处的同事和朋友。
　　“老张，到北京别忘了多联系！
”　　“老张，有时间还是多回西宁看看！
”　　我握着伸过来的一双双热情的手，眼前闪过一张张熟悉和亲切的脸庞。
　　高原的隆冬，气温早已降到了零下20多度，但是为了这次送别，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赶来了。
　　冻得通红的鼻孔里呼出一缕缕的白色雾气，像一股股暖流紧紧地把我包围；当我登上了扶梯站在
车门里再回头望去，禁不住两行热泪溢出眼眶⋯⋯　　那一年，我44岁，已过不惑之年。
　　早在3年前，也就是1985年，财政部就向青海省财政厅提出要调我进京，省财政厅认为我是一名专
业型的干部，并且具有培养前途，便婉言拒绝了。
　　那时我还是省财政厅的办公室主任，深得财政厅领导的器重，之后不久他们便向省委推荐，省委
安排我进人中央党校学习，4个月学习结业我回到青海，被青海省委任命为青海省财政厅副厅长；那
一年我41岁，不熟悉我的人，认为我官运亨通，熟悉我的人说：“这是老张十几年来从基层一步步地
干上来的。
”　　1988年，财政部再一次面临着老千部退休、中层干部短缺、整个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矛盾，王
丙乾部长经过党组研究后作出决定，向下级财政部门调入专业性强、有丰富经验的干部充实财政部。
于是，我再一次进入财政部的视野。
　　1988年7月，一份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大印的商调函被送到了青海省委书记尹克升同志的案
头。
　　尹克升找来组织部门一碰头，说：“本来像张汉兴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把他留在青海干一番事
业，但是考虑到能为中央国家机关输送优秀干部，也是我们青海的光荣；何况，汉兴到了财政部，也
会为我们青海省作贡献的。
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支持。
”　　有了省委书记“放人”的表态，财政部的调令同年10月就来了。
这是一次平级调动，我从青海省财政厅副厅长调任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
　　列车从青藏高原出发，一路沿着陇海线向东到了郑州，再沿着京广线向北，整整两天两夜48小时
，1988年12月28日早晨8点多，我来到北京——我生命里的又一个驿站。
　　从北京站出来，坐上财政部会计司来接我的汽车，我很快就汇人到了京城早晨上班高峰期的车流
之中。
　　在青海工作了20年，对于这座城市，我已是如此陌生；但是作为这座城市曾经的过客，我极力地
想从这个城市的某一角落找回20年前的那一份熟悉，也许这个城市改变的只是她的容颜，而她在我心
中的那一份情怀却是始终被我珍藏在心底。
　　1964年9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清晨，我第一次来到了北京。
　　当时，我背着沉重的行囊，怀里揣着一份中央财经大学当时叫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从千里之外的唐河县投入到了这座城市的怀抱。
　　唐河，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版图上一个鲜为人知的县城，它隶属于河南省南阳地区，跟当时许多县
一样，它只是一个农业县，但是人口却有80万之众。
　　从唐河县城东行60多里，在它与社旗、泌阳三县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叫下岗乡李庄的小村子，那
就是我的故乡。
　　从唐河县城到李庄，每个星期我都走上60多里乡间小道，回家担上一些米和面，交给学校的食堂
，作为一周的伙食。
　　就这样，3年过去了。
高考来临，老师首先发给我们一张表，让我们先填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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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长大的孩子没见过世面，外面的信息也知道得少。
面对高考志愿表，我一时不知所措，但是我当时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到北京去念书。
　　于是，我按图索骥，首先就填上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中央”嘛，肯定是在北　　京，不然就不应该叫“中央”，至于对这个学院更多的了解就谈不上了
。
县里有财政局，所以对财政只有一点朦胧和抽象的认识。
金融是何物，请教老师，老师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在所选专业一栏中，我琢磨了再三，还是填上了“会计”，因为那时我也只有从“村会计”那里去大
概估计一下会计专业是干什么的。
　　进入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之后，我才知道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隶属于财政部，也才弄明白“财政”
、“金融”究竟为何物。
　　1968年，我大学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
“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当时最时髦的口号，在这种口号的感召下，我去了青海，并
且带上自己大学时期的恋人，踏上西去的列车。
　　1989年元旦，法定休息两天。
　　因为临近春节，京城的人们忙着采购各种各样的食品；而我却是在等待火车托运的行李、安置新
家的忙碌中度过的。
　　元月3日，正式上班。
　　我第一次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走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的大门。
当时，位于月坛南街的财政部办公大楼还是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古朴中透出几分神秘。
由于办公用房紧张，这幢楼又经过了一些加盖，会计司就位于加盖的南配楼。
　　在南配楼的四层，会计司拥有十几间办公室，在这一层楼里，除了会计司，还挤着预算、综合等
其他几个司。
　　先是把组织关系等报到手续交给财政部人事司，然后我去见会计司的司长魏克发。
说心里话，我这次能调进财政部，魏司长和蒋岗没少费心。
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
　　简单地攀谈了几句，魏克发便热情地带着我到会计司的十几间办公室一间一间地转，让我与大家
认识，并且简单地熟悉一下司里的情况。
　　当时的会计司有50多个人，分7个处。
　　．　　一处是综合处，负责起草会计司的一些文件和材料，处长王军、副处长高一斌；　　二处
分管工业、外贸、粮食、文教的会计制度，处长是冯淑萍，副处长刘玉廷、　　肖书胜；　　三处分
管基本建设、施工企业及对外承包企业，处长是贾谌，副处长陈琦；　　四处负责管理外商、中外企
业以及外商独资企业，处长是鞠新华，副处长沈小南；　　五处主管会计人员职称评定和考试；　　
六处是函授学校；　　七处就是司办公室。
　　跟财政部的其他司局一样，会计司主要力量是一些恢复高考后毕业的大学生，富有朝气和活力。
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大都已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当时的处长冯淑萍同志已是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
副主任（副部级），王军同志已是财政部的副部长，刘玉廷是会计司的司长，贾谌是企业司司长。
　　会计司除了这些年轻人之外，还有一些“国宝级”的老人，他们是杨纪琬、莫启欧和吕从文。
　　杨纪琬是当时财政部的两个顾问之一，时年76岁，我国著名的会计专家，他一方面在财政研究所
带博士研究生，一方面在会计司进行业务把关。
　　莫启欧比杨纪琬还长几岁，十分精通会计制度的具体业务，诸如一些会计科目的设置，有问题找
他绝对迎刃而解。
莫老干了一辈子会计，1952年参与到人民政府的财政工作中。
莫老是南方人，口音很重，没有人翻译，我很难听懂他说的是什么。
　　在会计司工作几年，我和同事们常登门拜访莫老，发现莫老家里保留不少解放前的那些“古董”
；家用电扇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通电，这老“古董”居然还呼哧呼哧地转起来了。
莫老是一个奇人，就连他和老伴的去世也叫人称奇，1994年老两口同一天去世，中间只隔了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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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到会计司吋，莫启欧已不到部里上班了，有了什么问题，我和司里的同志们都会登门求教。
杨纪琬老先生却是常来司里上班，并且在会计司也有他的办公室，还是因为办公室紧张的原因，我被
安排与他在一个办公室办公。
　　一间2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共设置了三张办公桌。
　　杨纪琬老先生的桌子临窗，他对面的办公桌是会计司司长老魏的，我的那张办公桌是靠门边放着
。
老魏病休期间，这间不大的办公室基本上属于杨老我们两人的。
虽然办公条件今非昔比，但是，与中国会计界的大师杨纪琬能同处一室，一直被我视为人生的一大幸
事，更何况，从杨老先生的言传身教中，从他对会计改革的关注与支持中，我也受益匪浅。
　　元月4日，魏克发司长主持召开全司处以上干部会议。
　　在会上，他宣布我担任会计司副司长，并对今后工作进行了分工：我分管二处三处、四处和办公
室，而他自己除了全面负责之外，还分管一处和培训处。
　　会计司共分7个处，我一下子管了4个处。
这些处室的工作主要涉及会计制度，包括工业、商业、外贸、建工、涉外会计制度的设计、修订和解
释。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几个处的工作，基本上代表了会计司管理会计制度的主要工作。
　　分工结束，我当即就非常诚恳地表了态：“虽然我是学会计出身的，也干了20多年财务会计方面
的工作，但是长期呆在基层，对全国的情况还不是十分熟悉；同时，全国范围的工作也不同于一个省
的工作，点多面广，政策性强。
这样的分工让我确实感到肩上的担子不轻⋯⋯”　　没等我把话说完，魏克发司长就把话接过去了：
“老张啊，担子确实不轻。
部里这次从基层调你上来，就是让你来挑重担的。
当然，你也有一个适应和熟悉的过程，我们有这么多老同志，也还有这么多年轻的同志，我们会共同
来做好会计管理工作，共同来完成会计改革的工作。
同时我也还要帮助你，这些工作我相信你可以做好。
”　　我环顾了一下整个会场，在大家众多目光的注视下，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倒也是，在会计司，魏克发是司长，副司长蒋岗刚办退休手续，副司长除了我之外，已经别无他
人了，这些重担我不担，谁又来担呢?　　散会后一回到办公室，就有人送来签报请我批阅。
　　我仔细地看完后，认真地写上我的意见，并郑重地签上我的名字：“张汉兴，1989年元月4日。
”　　第一章　风生水起　　1．老外一脸茫然地说：我看不懂你们的会计报表　　1988年，刚刚步人
财政部会计司，我就被两件棘手的事所困扰。
　　第一件事发生在北京。
　　会计司接到铁道部的一个请求：让会计司主管工业会计制度的同志帮助他们设计有别于现行工业
会计制度的一套会计报表。
　　本来，会计司是行业会计制度的国家最高主管部门，设计会计报表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但是，当会计司二处了解事情的原委后，也开始犯难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88年前后，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务
院制定了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的方针政策，由于资金短缺，铁道部决定向世界银行申请100多亿元的
贷款，用于铁路建设。
在经过前期的几番磋商之后，世界银行初步同意了这笔贷款，但是在接下来的洽谈中，却“卡了壳”
，这“壳”卡的不是别的地方，而是卡在铁道部提供给世界银行的会计报表上。
　　按照国内通行的做法，铁道部以“资金平衡”的模式做了一套报表，但世界银行的专家却不认这
个“账”。
老外一脸茫然地说：“我看不懂你们的会计报表，我们要的是按资产负债表方式做的会计报表。
”　　在当时，除极少数行业外，资产负债表对许多国内的会计人员来说，这是从未过的事情，也是
当时会计制度所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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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亿元的世界银行贷款一下子成了无从下口的刺猬。
　　铁道部不愿意丢掉这100多亿元的贷款，只好向财政部会计司“求救”。
　　不要资金平衡表，而要资产负债表，这也给会计司提出了一个难题。
资金平衡表是财政部主持制定的统一会计制度，在中国执行了几十年，怎么一下子外国人就把它推翻
了呢?这个会不会引起连锁反应呢?关键是按资产负债表模式改革会计制度，是我们准备做的，一下子
改过来，会涉及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和现行所有行业会计制度。
　　尽管在思想上想不通，也尽管有诸多的顾虑，但是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100多亿元的贷款因为一
张报表而“泡汤”吧！
无奈之下，会计司和铁道部想了一个“辙”：按照资金平衡表的数字再搞一个资产负债表。
　　毫无疑问，这个资产负债表是一个临时拼凑的东西，许多数字的来路不明，归类也不科学。
　　尽管后来这份临时拼凑的会计报表几经修改，通过了世界银行的审查，最终得到了这笔贷款，但
是这件事却在我心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也催生了我们改革会计制度的决心。
　　无独有偶，第二件这样的事在上海也发生了。
　　上海飞乐公司是上海最早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公司的业绩不错，几年内生产规模也得到了扩大。
为了追求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公司决定发行B股，在香港上市。
　　但是，当上海飞乐公司将自己的资金平衡表提供给香港方面时，香港方面对此也不认同。
　　又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上海飞乐公司请来美国安达信会计公司来给自己按照香港方面的要求编制
一套会计报表，当问及报酬时，安达信会计公司开的价钱让飞乐公司的人直咋舌：“320万港元。
”　　后来，几经谈判，以180万港元成交，这就是一张“资产负债会计报表”的价值，另外，这又何
尝不是“资金平衡会计报表”的损失呢?　　当时，在中国，这样的例子远不止这两起。
　　高尚全同志在他的《中国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文中就十分关注此类问题。
　　高尚全在文章开篇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形成的。
这种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启动工业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体制随着经济
的发展，其弊端越来越暴露出来。
其弊端主要是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政企不分，企业是作为政府的附属物；排斥了商品生产、
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在分配上是大锅饭，搞平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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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会计风暴：我的亲历与见证》朱镕基说：会计信息是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
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不符合改革开放的要求，迟早要向国际会计准则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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